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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了以红色精神为核心的红色基因。
红色基因作为红色精神的高度融合,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精神作风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动体现和彰显。 在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红色基因显现出历史性、先进性和

稳定性的鲜明特征。 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要在系统阐发和充分挖掘红色基因科学内涵的基

础上,发挥其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开放和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作用。 红色基因在新时

代的传承中呈现出从载体开发到内涵挖掘、从区域传承到整体联动、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创新的路径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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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诞生于革命时期,发展和完善于建设

和改革时期。 历经百年洗礼,已然凝聚为中国共产

党和中华民族的独有文化标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

局,提出“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

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1]的重大战略,深刻诠释传承红

色基因的时代意义。 红色基因既是保持中国共产党

政治特性又使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内在因素,也是

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准确把握

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基因的重要论述

精神,大力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

一、红色基因的内涵特征

　 　 “基因”源于生物学概念,指蕴藏于生物物种体

内使其保持自身本质特性同时又使其区别于其他物

种的遗传因子,具有先天性、遗传性、稳定性等特征。
“红色基因”一词是生物学概念在政治学领域的引申

和灵活运用,这里的“基因”指使中国共产党人保持

其自身政治特性同时又使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内在

因素,“红色”一词则是对“基因”的修饰亦即对中国

共产党内在因素性质的限定。 因此,红色基因是使

中国共产党保持其自身政治特性同时又使其区别于

其他政党的“遗传因子”。 红色基因既有同基因相似

的遗传性和稳定性特征,同时因其不是与生俱来,而
是产生、发展和完善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中,因
此又展现出历史性、先进性等特征。

(一)红色基因的基本内涵

　 　 红色基因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是对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责
任担当、人民情怀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

度凝练和生动写照,其基本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

理解:
1. 红色基因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理想

信念、精神作风的思想元素和精神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

阶级政党,“有着自身的政治理念、奋斗目标和价值

追求” [2] 。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

产党所坚持的根本宗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符合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精神品格展现出强大的

感召力和凝聚力。
红色基因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

宗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依靠的是人民,中国共产

党的发展壮大依靠的还是人民,中国共产党事业发

展的成果则是由人民一起分享。” [3]中国共产党自成

立之日起便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

奋斗目标,在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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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人民群众,
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集体智

慧和集体力量创造出不朽的成果,极大改善了人民

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红色基因体现党敢于迎难而上的担当精神。 纵

观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
自诞生之日起便毅然决然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在百年征程中,无论是面对外来侵略,还是面对地

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或是面对贫困问题,中国共产

党人总是冲锋于一线,用坚强的身躯和顽强的意志

铸就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带领中华儿女取得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奋发图强的探索

和奋勇当先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险、迎难而

上、顽强拼搏的担当精神得到充分彰显。
2. 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写照

红色基因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

片沃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展现出新的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红色基因。 中华民

族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
诞生了以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为代表的

一系列优秀传统文化。 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为红色基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文

化土壤。 在这片文化沃土的滋养下,在中国共产党

的实践中,独具时代特色的红色基因形成,红色基因

的内容谱系也不断丰富和完善。 建党初期,在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丰厚滋养下诞生了“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了以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

挠的奋斗精神和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

基本内涵的红船精神;革命战争年代,在以自强不

息、勤谨睿智为特点的齐鲁文化滋养下,中国共产党

在沂蒙地区的革命斗争中铸就了“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的沂蒙精神等。
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写

照。 红色基因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起源于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长河之中。 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所展现出的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责任担当等精神特质,具有鲜明的民

族特色,其时代价值永不褪色。 革命、建设和改革时

期形成的红色基因,正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这片沃土,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在与党的实践

活动相互交融中以具体的精神形态展现出来,如革

命时期的伟大建党精神、延安精神,建设时期的雷锋

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时期的改革开放精

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的特质,是红色基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象呈现,
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时代的生动

写照。

(二)红色基因的基本特征

　 　 从发展脉络来讲,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红色

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践活动的

产物,打上了时代烙印,表现出历史性的鲜明特征。
随着时代的变迁,红色基因不断融入新的时代要素,
其科学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展现出先进性的鲜明

特征,但红色基因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

命,贯穿于党的百年历史进程,呈现出稳定性的鲜明

特征。
1. 红色基因的历史性特征

红色基因诞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进

行的特定实践活动,并受特定文化的滋养,展现出鲜

明的历史性特征。 建党初期,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为
摆脱外来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无数仁人志士在黑暗

中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以失败告终。 一批有

志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民族独立梦的激

励下,克服千难万险,成立了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

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

国共产党。 在特定历史任务、历史实践和历史文化

的影响下,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

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历史条件、实践和文化的独特

性赋予伟大建党精神唯一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

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伟大建党精神则是红

色基因的“开篇之作”,后续形成的系列红色精神更

是在延续伟大建党精神基本内涵基础上,与特定实

践活动和优秀文化相结合,在特定历史时期诞生的

特定时代精神,展现出唯一性和特殊性。
2. 红色基因的先进性特征

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红色基因所蕴含的中国

共产党为国为民的精神,受不同时期党的自我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内外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或多

或少会引起中国共产党人对既有理想信念、价值取

向、思维方式等要素的优选调整和强化定位” [4] 。 红

色基因正是在党的自我革命中实现自我净化,在社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自我进化。 在百年历

程中,我们党就是通过“刮骨疗毒”等方式在自我革

命中坚定了理想信念、坚持着正确方向。 随着社会



第 1 期 孙路亮等:红色基因:内涵特征、时代意蕴与传承路径 75　　　

主义建设事业的稳步发展,红色基因与时俱进,不断

与改革、创新等新的时代要素相融合,在不断完善和

超越中实现自我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

生机活力,展现出先进性的时代特征。
3. 红色基因的稳定性特征

红色基因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时代性

和独特性,又因其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为国为民的

精神实质一脉相承,因此展现出稳定性的特征。 红

色基因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

践,不同历史时期的红色基因在理论基础和精神特

质上呈现出延续性,前一时期的红色基因为后一时

期红色基因的产生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提供精神

源泉。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

推进,红色基因的内容不断完善,其所包含的精神内

涵和外延也进一步拓展。 但红色基因中所蕴含的中

国共产党坚定的理想信念、一切为民的宗旨、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始终保持与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等精神内

核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红色基因的发展过程,展现

出稳定性的特点。 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色基因不断滋

养着广大党员干部,为增强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建设、提高了党员队伍的作风和能力注入了精神

之力,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带领人民取

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推动了

红色基因在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发展,不断丰富红色

基因的精神谱系。

二、红色基因的时代意蕴

　 　 红色基因所体现的价值理念突破时空的限制,
跨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
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改革事业发展和培育

时代新人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是党和人民的

宝贵精神财富。

(一)红色基因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思想方法

　 　 “ 红色基因是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遗传密

码”,[5]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需要发挥红色基因的价值引领作用,注重从红

色基因中汲取奋进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将实现共产主义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根本宗

旨,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危急存亡关

头,为保留和延续革命的火种,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不畏生死、英勇牺牲,这靠的不是强制的命令,
而是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坚守理想信念不

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而是需要在克服困难、学习

理论和践行宗旨中不断改造和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日益

迅速,部分党员干部在坚守初心和使命的立场中产

生松懈,心存侥幸,把握不住自己,迷失方向,直至违

法乱纪,最终堕入犯罪的深渊。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

内环境和新的考验与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红色基因的固本清源作

用,并将传承红色基因摆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位置,其根本在于红色基因蕴含了我们党的初心和

使命,凝结着我们党百年光辉奋斗的历史经验。 “光

荣传统不能丟,丟了就丟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
了就变了质。” [6]在全党全社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能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

成功与挫折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增强全体党员干部

的理论修养和政治素养,提高政治觉悟,“挺起共产

党人的精神脊梁,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理

想信念和高尚人格的强大力量” [7] 。 “理想信念是事

业和人生的灯塔,决定我们的方向和立场,也决定我

们的言论和行动。” [7]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红色基

因中汲取精神力量,在学史、明史中感悟中国共产党

人的崇高品格,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永葆

广大党员干部对理想信念的激情与执着,始终鼓起

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

的远大理想而奋斗。

(二)红色基因为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力

　 　 “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

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 [8]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们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从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贯穿改革开放实践始终

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和使命的担当与追求,这
是激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畏艰辛、前赴后继的

精神源泉。 红色基因植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凝心聚力,提供源源

不断的精神动力。
红色基因坚定改革开放的道路自信。 回顾历

史,40 多年前站在国家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何去何从的历史抉择,中国共产党

毅然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实现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 红色基因的发展历

程也充分证明我们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正
是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中华民族奋勇拼搏、开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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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现了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实现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目标。 新时代传承红色

基因,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

当,引导人们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

坚持把推进改革开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路径,
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的道路自信。

红色基因为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

力。 红色基因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是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动力之源,是伟大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

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生

动体现。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区和深水

区,面临诸多挑战与危险,需要我们具备更多政治智

慧和勇气,这就更要求我们从红色基因中汲取拼搏、
奋进的精神力量,学习党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

思想和工作方法,充分发挥红色基因的凝聚力、感染

力,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

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为改革开放添能续航。

(三)红色基因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理想信念

　 　 青少年作为国家最有活力、最有朝气的一个群

体,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青少年整体素质、
水平和能力的高低决定未来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

度。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提出六点希望,即
“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

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 [9] 。 习近

平总书记的殷切希望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培养什么

人”的重要问题,为新时代育人目标指明方向。 从国

家层面看,青年一代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爱国

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我们的国家就能富强,民族

就有希望。 正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一次又一次的冲破藩篱,
打破枷锁,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推动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奋斗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

当,“新时代的广大青年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

飞青春梦想” [10] 。 从个人层面看,青年一代有锲而

不舍的奋斗精神、过硬的本领和高尚的品德修养,为
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自胜者强,自强者胜。” [10] 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青年

发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奋斗精神。 面对前行道

路上的挫折与困苦,广大青年要不断学习,练就过硬

的本领,“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

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10] 。 其次,“青年是引风

气之先的社会力量” [10] 。 青年一代是民族未来的希

望,一个民族文明素养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青年

一代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 红色基因作

为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融合的成果,是对中国

共产党人鲜明的价值立场、远大崇高的理想、顽强拼

搏的意志、光荣的革命传统、优良的作风的高度凝

练,满足新时代青年所需的各种优良品质,为培养新

时代青年提供精神给养和思想引领。
对于新时代如何培养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

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情感。” [11]要引导学生加强四史学习,让孩子们知道

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引导青少年铭记红色历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12] 。 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以尊重历史为首要前提。 选取革命建设时期以及新

时期脱贫攻坚中耳熟能详的英雄故事和感人事迹作

为素材,以小故事讲大道理的方式,引导青少年感悟

红色故事中的精神魅力。 同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
以全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让具有历史感的红色故事

焕发新的精神活力,让广大青年学生在红色故事的

熏陶与感染中明白当前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引导

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崇高的理想,
传承和弘扬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担负起爱国强国

的责任重担;要强化青少年的红色体验,在一幅幅图

片、一件件文物和一个个故事中,让广大青年学生感

受革命先烈的崇高人格,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礼,在心

灵深处播下红色的种子,增强理想信念,坚定文化

自信。

三、新时代红色基因的传承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红色基因的传

承已基本形成清晰而又系统的时代进路图,主要涉

及红色基因传承的内容、方法、制度三个维度。 新时

代红色基因的传承是一个有机整体,充分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理论的重大创新。

(一)内容逻辑:从载体开发到内涵挖掘

　 　 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在内容上展现出由低至高

的层次特点。 其最低层次是以加强对红色基因传承

载体开发为主的基础性传承,加强对有形遗产———
红色遗址和文献和无形遗产———红色故事和歌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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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保护,创新红色基因的表达和展现形式;其最

高层次是以加强对红色基因内涵挖掘为主的延伸性

传承,加强对其形成条件、科学内涵、价值意义的研

究与阐发,激活红色基因的内生动力。
1. 以载体开发为主的“基础性”传承

“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

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

党的初心。” [13] 红色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历程的重要“见证者” “亲历者”,承载着党的初心和

使命,是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既要注重有形遗产的保护,又
要注重无形遗产的传承” [14] 。

一是加强对红色遗址、红色文献等有形遗产的

开发。 红色遗址、红色文献等红色资源以其“看得

见、摸得着”等特点带给人们最直观、最真实的感受,
是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但因其具体展

现形式不同,对于红色遗址和红色文献的保护开发

利用要具体施策。 红色遗址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由于实践活

动的广泛性和持久性,使得此类资源表现出分布广、
数量多、保存好等特点。 对于此类红色资源,在开发

过程中要坚持以保护为前提,在尊重遗址原貌基础

上进行修缮,真实还原历史场景,给予人民群众最直

观真实的感受;红色文献是革命、建设时期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的主要纸质资料,具有印刷量小、流动性

强、难以保存等特点。 对于此类资源,要坚持“一收

一整二创”的开发原则,“一收”即采取有偿购买或鼓

励大家无偿捐赠的方式收集散落于民间的红色文

献,“一整”即对已有和已收集的红色文献进行系统

整理,“二创”即内容创新,立足新的时代特点,以全

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对红色文献的内容进行时代解

读,满足人民大众的文化需要,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发

展的需要。 表达形式创新,摆脱传统意义上单一纸

质资料为主的表达形式,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使其

以电视剧、电影、话剧、舞蹈等有血有肉的画面展现

在人民面前,带给人民群众更加立体、直观的视觉感

受,发挥其对人们的精神引领作用。
二是加强对红色故事、红色歌曲等无形遗产的

开发。 红色故事和歌曲是一种特殊的文艺作品,是
人民群众对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故事情感表达

的产物,具有生动性、凝练性、可塑性等特点。 对于

红色故事、红色歌曲的传承也要具体施策。 红色故

事简短凝练、突出重点,此类作品多以人们口口相传

的形式传承下来,缺少纸质材料的记载,在传承过程

中受人民群众的主观情感影响较大。 对于此类资

源,首先要做好对口述者的采访和记录,其次将收集

到的资料进行系统梳理汇编成册,最后创新红色故

事的表达形式,使其以音乐、舞台剧等形式进行展

现;红色歌曲多以朗朗上口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组

成,具有易传唱、传唱度高等特点。 当前实现红色歌

曲传承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要创新红色歌曲的内容和

旋律,对歌词和旋律进行适当改编,或将红色元素融

入流行歌曲之中,使红色歌曲既能突显红色主题又

能适应时代需要,让红色音乐作品深入人心。
2. 以内涵挖掘为主的“延伸性”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时指出:
“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

代条件发扬光大。” [15] 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红

色基因的价值引领作用,不仅要实现红色基因的基

础性传承,更要加强对红色基因的深入挖掘与研究,
科学把握红色基因的形成背景、科学内涵、时代意义

等,为新时代红色基因的永续传承发展提供内生动

力。 一是发挥高校和社会研究院所在红色基因研究

中的主体作用,安排专业人员系统梳理红色基因的

历史发展脉络,加强对红色基因历史文献资料的文

本解读,并通过学术研讨会、报告会、论坛等方式加

强对红色基因的理论研讨;二是加强红色基因研究

人才和传承者的培养力度,优秀的研究人才和传承

者是实现红色基因永续传承的重要因素,培养一批

爱党、忠党、向党的有思想、有能力、有知识的人才队

伍,为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提供良好的人才保障;三
是加强对红色基因精神谱系的宣传,伟大实践锻造

伟大精神,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还会形成更多的红色精神,我
们要加强对红色精神的总结、凝练和宣传,丰富红色

基因的精神谱系,发挥红色基因的时代价值,助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是发挥地方政府在红色基因

传承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制度建设、传承手段和

资金支持等方面着重发力,以规章制度形式加强对

红色基因的研究与阐发,对当地具有代表性的红色遗

址进行合理规划,加强红色遗址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

展,拓宽发展路径。 通过成立专项资金加大对红色文

化艺术作品的支持力度,为重大红色项目和主题活动

的开展以及重点文艺作品的创作予以资金保障。

(二)方法逻辑:从区域传承到整体联动

　 　 中国共产党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交相融合中孕育生成丰富多样的红色基

因,实践的特殊性和文化的独特性赋予红色基因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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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但其所蕴含的精神特质又一脉相承,具有同一

性。 因此,各个地区的红色基因既存在区别又密切

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红色

基因谱系。 新时代以来,我国各个省份地区在红色

基因的传承过程中坚持部分与整体的辩证统一,既
注重红色基因的地域性研究,加强对区域内红色基

因内在联系的研究与阐发,又注重红色基因的谱系

性研究,整体把握红色基因的精神谱系,加强区域传

承的联动互通。
一是系统梳理各个地区的革命历史脉络,对区

域内的各种红色资源、红色文化等进行有效整合,同
时加强对原材料的分析与研究,探寻不同地区间的

革命历史和红色基因是否存在时间、空间上的关联

以及因果、包含等内在联系。 例如,20 世纪初的江浙

沪地区诞生了我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

产党,使我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开辟中国历史新

纪元。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实践中形成伟大建党精神,奠定红色基因的精神之

基,其后诞生于江浙沪地区的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

精神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 两种精神形成于不同

的实践活动,实践的特殊性赋予其独特性,同时两种

精神作为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存在密切联

系。 一是具有外在联系———形成空间上相同、时间

上继起;二是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两者内涵上具

有同一性和继承性,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都是

对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精神作风、优良品质的高度

概括和生动体现,红船精神更是对伟大建党精神内

涵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两者都为中国共产党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二是整体把握红色基因的精神谱系,探寻不同

地区红色基因是否在时代价值、内涵意蕴上存在内

在联系和相通之处,畅通红色基因的传承路径,摆脱

时空的限制。 以嘉兴市为代表的革命地区创新红色

基因传承形式,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立足党的百

年历史,整体把握党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挖掘不同

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举办以“重

温红色历史、传承奋斗精神” 为主题的党史宣讲活

动、学术交流活动、实践活动等成功将位于不同省市

区的红色遗址如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遵义

会议旧址、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

纪念园和井冈山八角楼革命旧址群等红色地标和红

色之城串联成线,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追忆党的百

年奋斗历史、重走党的百年奋斗路、感悟党的奋斗精

神中传承红色基因。

(三)制度逻辑: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创新

　 　 作为红色文化的亲历者、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

红色精神的践行者,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传承红色

基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统筹谋划,加强

制度建设。 既要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建设中的主导

作用,同时又发挥地方政府在制度落实中的主体作

用,要以国家制度建设为基本遵循,因地设制,灵活

施策,充分发挥制度对红色基因传承过程的规范性、
对红色基因传承方向的引导性和对红色基因传承行

为的约束性作用。
1. 国家主导的统筹立制

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以习近平总书

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决

策,是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 为

引导全社会形成传承红色基因的良好风气,党中央

既把握整体又立足具体,统筹设计,建章立制,充分

发挥制度在红色基因保护、开发和利用中的根本性、
兜底性作用,实现红色基因传承长效化。 加强对红

色基因传承载体———红色遗址、红色文化的保护与

开发,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

规,为实现“依法”传承提供法律依据。 注重挖掘阐

发红色基因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时代新人培养等

方面的时代价值,为加强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永葆

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激励人民解放军铭记历史、不
忘初心和牢记使命,实现百年强军目标,中央军委印

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 注重为传承红色基因

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网络空间正日益成为各种文化交流融合、各种思想

激烈碰撞的主要战场,网络上各种信息真假难辨,一
些不法分子以及国外反动势力抓住漏洞利用一些不

良信息对我国主流核心价值观和红色精神进行污蔑

和诽谤,严重阻碍红色基因的传承发展。 对此,我国

网络监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协同加强网络安全建

设,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监督、管理责任机制,加
强对网络空间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维护网络空间

秩序,为红色基因营造良好的传承环境。
2. 地方政府的创新设制

传承红色基因,不仅要上行更要下效,要坚持以

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基本遵循,以制度的规范性和约

束性增强各级部门的落实力。 同时要提高制度建设

的针对性,发挥制度落实的有效性,各个省份尤其是

红色革命圣地要依托本地丰富的红色资源,立足当

前红色基因传承现状,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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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对标” “对症下药”,创新规章制度,为充分展

现红色基因的鲜明特性和时代魅力,实现共性传承

和个性发展的有机统一提供重要保障。 例如,为赓

续红色血脉,传承好红色基因,山东省依托本省丰富

的红色资源,以党中央出台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为

基本遵循,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根本指导,
立足当前本省在红色基因传承中存在的红色资源保

护不足、红色基因内涵挖掘不深、红色基因展现形式

单一、红色基因开发资金投入不够等问题现状,制定

并出台了全国首部全面规范红色遗存和革命精神的

省级地方性法规———《山东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

例》,加强对本省红色基因的研究与阐发,加大资金

投入,创新红色基因的传承形式和手段,同时为其他

省市保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提供借鉴。 同样,
浙江、陕西、河北等地也相继出台《嘉兴市南湖保护

条例》《陕西省延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 《吉安市红

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石家庄市西柏坡红色旅游区

保护与管理条例》等具体的保护条例和制度,充分体

现了各省市的高度文化自觉和自信,为新时代传承

红色基因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

世代代传下去[J]. 求知,2021(06):4-10.
[2]孙绍勇. 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百年赓续的精神解码及其

文化涵育[J]. 思想教育研究,2021(06):73-78.
[3]邓纯东. 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三重逻辑[ J]. 湖湘论坛,

2019,(6).
[4]黄细嘉,韩晶晶. 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概念、本质内涵

与基本特征[J]. 江西社会科学,2021,41(07):186-194.
[5]吕红霞. 传承红色基因推进自我革命[ J]. 红旗文稿,2019

(23):22-23.
[6]习近平.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

话(节选)[J]. 前进,2017(01):4-5.
[7]习近平. 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J]. 前进,2018

(01):4-8.
[8]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N]. 人民日报,2016-10-21

(001).
[9]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J]. 人

民教育,2019(09):6-11.
[10]习近平.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J]. 人民

教育,2013(10):2-5.
[11]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J]. 党建,

2021(04):4-11.
[12]习近平.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

话[N]. 人民日报,2014-07-08(002).
[13]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

 

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

志永远奋斗[EB / OL].
 

(2017-11-01) [2022-01-05].
http: / / politics. people. com. cn / n1 / 2017 / 1101 / c1024 -
29619158. html.

[14]张广智. 让红色资源成为发展支撑[ N]. 人民日报,2015
-10-09(007).

[15]赵成. 让沂蒙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N]. 人民日报,
2021-11-04(006).

[责任编辑　 李瑞萍]

Red
 

Gen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Era
 

Implications
 

and
 

Inheritance
 

Path
SUN

  

Luliang,
 

YANG
  

Lizhi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Shandong
 

250022,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nurtured
 

the
 

red
 

gene
 

with
 

the
 

red
 

spirit
 

as
 

the
 

core
 

in
 

the
 

great
 

prac-
tic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s
 

a
 

high
 

fusion
 

of
 

the
 

red
 

spirit,
 

the
 

red
 

gene
 

is
 

a
 

vivid
 

embodiment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Party’s
 

nature
 

and
 

purpose,
 

ideals
 

and
 

beliefs,
 

spiritual
 

style,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
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course
 

of
 

the
 

Party’s
 

100-year
 

history,
 

the
 

red
 

gene
 

has
 

revealed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ity,
 

advancement
 

and
 

stability.
 

Standing
 

at
 

the
 

historical
 

inter-
section

 

of
 

the
 

two
 

centuries,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
 

and
 

fully
 

explore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red
 

gene
 

on
 

the
 

basis
 

of
 

its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
ing

 

up
 

and
 

cultivating
 

new
 

generations
 

in
 

the
 

new
 

era.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ed
 

gene
 

in
 

the
 

new
 

era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h
 

from
 

carrier
 

development
 

to
 

connotation
 

excavation,
 

from
 

regional
 

inheritance
 

to
 

overall
 

linkage,
 

from
 

top-level
 

design
 

to
 

grassroot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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